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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與觀點．第二課 

第二課：使徒觀點下看《拉撒路復活事件》 
 

耶穌說：「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！」 
 

──約翰福音 11:25 

 

這是聖經中最常被引用的經文之一，常見於教會的復活節慶典、安息禮拜、基督教墳場

等場合或場地之上，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或霎時禍福（例如四川地震、台灣風災、親友急

病或意外身故等），這句話就會不時被派上用場，用以安慰當事人或弟兄姊妹。 

 

這是句「金句」（常被印成「金句咭」或「書籤」），更出自主耶督的「金口」，權威

性似乎無可質疑。不過，大家有否想過，我們對這句聖經的理解（觀點），嚴格來說可

能並不真的出自聖經！簡單說，這句聖經經文當然出自聖經，但不等於我們對它的慣常

理解也是出自聖經。怎會這樣呢？原因是我們雖然整天把這經文掛在嘴邊，卻很可能從

來不知道，若把這句「金句」放回它所出自的經文背景──拉撒路復活事件及其前因後

果（約翰福音十一章）裡頭，是可以「讀出」最少五個不同甚至相反的「觀點」的，而

我們卻很可能不自覺地選取了其中「錯誤」或至少是「殘缺」的觀點，直到今天。 

 

根據《約翰福音第十一章》，再附以《馬太福音第廿六章》，對於「拉撒路復活事件」

的「觀點」，最少可以整理出以下五個來，請認真比較它們的分別： 

 

一、群眾（一般猶太人）的觀點： 
 

約 11:45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； 

 

大家一直以來，對拉撒路復活事件的觀點，其實很可能就是這些群眾（一般猶太人）的

觀點──他們看到耶穌使拉撒路復活，就覺得耶穌能人所不能，非常的了不起，也很有

同情心，諸如此類。今天一般基督徒不過是稍稍擴充這些猶太群眾的觀點，指出信耶穌

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「不用死」，或「死了也不用怕」，因為一定會「復活」云云。 

 

這種「群眾觀點」，看似很「正統合理」，我們平常也是這樣想、這樣講、這樣教，但

請大家記得：群眾常常是「靠不住」的！ 

 

不錯，從字眼上說，這些群眾觀點似乎沒有大錯，但是，群眾的心態往往是表面的、抽

離的、片斷的、反覆的！群眾只是隨機隨遇「跟」在耶穌身邊的「一夥人」，並不是真

正意義下的「追隨者」──即「基督徒」，所以，群眾（未信者）的觀點又怎可能有代

表性呢？經文雖說他們「信」了，但意思不過是指他們按他們泛泛的宗教理解與想望而

「信」了他們「想當然」的東西而已！──他們從拉撒路復活事件身上，「信」的只是

耶穌好厲害，很可能是上帝派來幫他們趕走羅馬人的「那種救世主」而已！所以，到後

來（特別是「潔淨聖殿」後）群眾發覺耶穌原來並不是他們想象中「那種救世主」，而

是「另一種救世主」，就馬上翻臉不認人，大喊要將同一位耶穌釘上十字架上了！群眾

可以反覆成這個樣子，是因為群眾根本不是基督徒，完全沒有效忠基督的意識。我們基

督徒對主耶穌使拉撒路復活這事的觀點（信法），絕對不可以這樣空泛和膚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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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仇敵（法利賽人／祭司等）的觀點： 
 

有時我們相當一廂情願，以為耶穌使拉撒路復活「這麼厲害」，「只要看見」就甚麼人

都一定會相信！但事實絕對沒有這麼簡單： 

 

約 11:46-57 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，將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。祭司長和

法利賽人聚集公會，說：「這人行好些神蹟，我們怎麼辦呢？若這樣由著他，人

人都要信他，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。」內中有一個人，名叫

該亞法，本年作大祭司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不知道甚麼。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，

免得通國滅亡，就是你們的益處。」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，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，

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；也不但替這一國死，並要將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

集歸一。從那日起，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。......那時，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

吩咐說，若有人知道耶穌在哪裏，就要報明，好去拿他。 

 

事實是，人為了切身的個人或所屬集團的利益，是絕對可以「視而不見」的。主耶穌的

仇敵們看到或知道了主使拉撒路復活的事件，他們的反應竟然是怕耶穌會因而「坐大」

並危及他們的切身利益，進而對主耶穌「大動殺機」，還下了「通緝令」。我們必需意

會，這些主的仇敵因著拉撒路復活事件而「商議要殺耶穌」，也是一種「觀點」呀！ 

 

這裡先作一個小結：我們是基督徒，是主耶穌的追隨者，所以，上述的「仇敵觀點」當

然要不得，不過，就連「群眾觀點」也是完全不合格的，因為群眾的觀點是抽離的，他

們並不是主的追隨者。當時以及後來，最「貼身隨主」的是「使徒」，所以，只有「使

徒觀點」才是我們必需依從的觀點。問題是，哪一個或哪一類使徒的觀點，才是終極的

權威觀點呢？因為，我們又發現，連「使徒觀點」都竟有三個之多。 

 

三、幼稚期使徒（以當時的多馬為代表）的觀點： 
 

我們知道有十二使徒，他們（賣主的猶大除外）的觀點卻又有早期（幼稚期）與後期（成

熟期）之分。先說前者。 

 

從拉撒路復活事件（包括前後的一段短時間裡的前因後果）中，使徒（以多馬為代表）

的觀點可以見於以下的經文裡： 

 

約 11:5-16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。聽見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

仍住了兩天。然後對門徒說：「我們再往猶太去吧。」門徒說：「拉比，猶太人

近來要拿石頭打你，你還往那裏去嗎？」耶穌回答說：「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？

人在白日走路，就不致跌倒，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。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

因為他沒有光。」耶穌說了這話，隨後對他們說：「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

去叫醒他。」門徒說：「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」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

的，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。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：「拉撒路死了。我沒

有在那裏就歡喜，這是為你們的緣故，好叫你們相信。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

吧。」多馬，又稱為低土馬，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：「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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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，當時使徒們「估計」耶穌之所以不馬上去伯大尼去看望病危的拉撒路，原因是耶

穌「怕死」──「怕猶太人會拿石頭打祂」。事實上，從某個角度看，他們也沒有「判

斷」錯誤，因為耶穌到伯大尼（祭司長等猶太人領袖的勢力範圍內）如此「招遙」，是

等同「送死」，而他們跟著耶穌同去，也是「陪死」。多馬對那同作門徒的說「我們也

去和他同死吧」，是很有點子的，後來確也一一「應驗」了──主耶穌正是在拉撒路事

件之後招來殺身之禍，而門徒也是因此事而受到「株連」： 

 

約 12:9-11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，就來了，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，也是

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；因有好些猶太

人為拉撒路的緣故，回去信了耶穌。 

 

拉撒路復活事件，使拉撒路一個人復活了，但卻直接和間接「累死」許多其他人。主耶

穌是第一個「受害者」，已如上述，跟著會受到「株連」的，是耶穌身邊的人，包括拉

撒路。至於十二使徒，可想而知，也必定是「凶多吉少」。多馬說「我們也去和他（耶

穌）同死吧」是很有「先見之明」的。我們倒更應該佩服多馬「夠義氣」──他明明知

道耶穌此去是「送死」，自己跟著去也是「陪死」，卻仍義無反顧地跟著耶穌去，這就

是「義氣」了。 

 

看到嗎？從門徒或多馬的說話，我們就知道當時使徒們的「觀點」並不像群眾那樣的空

泛。群眾其實是「抽離」的，或說是「不上身」故而也「不上心」的。耶穌使拉撒路復

活，群眾看來，只像看別人「表演」一般，「表演」得精采，自然會拍掌喝采。但多馬

等使徒卻是「上身」故而也「上心」的──耶穌使拉撒路復活這件事，處身其中的使徒

們看到的絕不僅是「表面風光」，更多是背後的「過分招遙」和「惹人忌恨」，以及隨

時都會落得個得不償失的「悲慘下場」的可能。 

 

記得，使徒是耶穌的追隨者，而追隨者是要「上身」的──會受到「株連」的！所以他

們的觀點就絕對不會像群眾那樣的空泛和表面！ 

 

這個時期的使徒觀點雖然幼稚或有所偏差，對主耶穌及祂的作為未能夠充份明白和理

解，但它們具體、「上身」和有血肉，卻是很值得我們深思比照的，好使我們明白「追

隨基督」並不是想象中那麼稀鬆平常或風光偉大的一回事，是隨時可以「死人」的。 

 

四、叛徒／假使徒（以猶大為代表）的觀點： 
 

如果你明白當時使徒們（以多馬為代表）的觀點，你就一點不難理解為甚麼猶大也會不

遲不早，就在這個關頭上決意賣主： 

 
約 12:1-7 逾越節前六日，耶穌來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。

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；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。馬利

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，抹耶穌的腳，又用自己頭髮去擦，屋裏就滿了

膏的香氣。有一個門徒，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，說：「這香膏為甚麼

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？」他說這話，並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

帶著錢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穌說：「由她吧！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因

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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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參看： 

 

太 26:6-16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，有一個女人【按：即馬利亞，拉

撒路之姊】）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，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門

徒看見就很不喜悅，說：「何用這樣的枉費呢！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，賙濟窮人。」

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「為甚麼難為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

事。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；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

我安葬做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

這女人所行的，作個紀念。」 

 

當下，十二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，去見祭司長，說：「我把他交給你

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」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。從那時候，他就找機會要

把耶穌交給他們。  

 

其實，以猶大過人的「機警」，他的「危機感」絕對不可能下於多馬的。猶太絕對預計

得到，耶穌眼下的作為（包括使拉撒路復活）根本是「玩火」然後「送死」的，而使徒

們若還要跟下去，就只會「陪死」。這方面，猶大與多馬「英雄所見略同」。不同的，

是多馬有「義氣」，雖然不明白主耶穌搞甚麼名堂，但三年來的日夕相隨，實在不忍心

在這生死關頭棄主而去；但猶大，卻全不念舊決意「反骨」，更用賣主的行動與主劃清

界線，以求自保。 

 

猶大本來的身份是會「上身」的使徒，所以，他原先的觀點也與多馬相近；但多馬決意

寧死「追隨到底」，而猶大卻決定「退縮求存」，不再追隨基督。所以，這個「猶大觀

點」就不再配稱為使徒觀點，連「幼稚的使徒觀點」也不配，只配稱為「叛徒觀點」。 

 

五、成熟期使徒（以後來的約翰為代表）的觀點： 
 

自然，最終極的、最權威的「使徒觀點」，就必定是成熟期的使徒（以後來的約翰為代

表）的觀點。 

 

針對「拉撒路復活事件」，從經文的文字表面上看，我們沒看見「約翰說」的對白，也

不見一目了然的約翰「評語」或「總結」。但大家知道，約翰福音是老約翰晚年的作品，

約翰福音的記載、舖排，不可能沒有包藏著「約翰觀點」──當然，這個約翰，是在各

方面都已經十分成熟的老約翰，不像當年衝動幼稚的「早期使徒」。 

 

大家若心清眼利，應知道「拉撒路復活事件」完全不見於其他三卷福音書，但是在約翰

福音中卻有極重要的位置──它是主耶穌被殺和猶大賣主的直接導火線，也間接預示了

後來眾徒徒都要「隨主殉道」的「下場」。一件這樣重要的事情，為甚麼前三卷福音書

中都隻字不提，但在約翰福音中卻受到如此重視呢？──這裡，肯定是隱藏著極強烈的

約翰／成熟期使徒的觀點。 

 

原來，前三卷福音書大約成書於主後五十至七十年，其時，大部分使徒仍在世或僅是剛

過世，所以，使徒們的「殉道意識」當然有，但未至於極其強烈。但到了主後九十多年，

即老約翰寫約翰福音的時候，除了老約翰外，使徒們已經全數殉道，並且相隔已二、三

十年，「殉道意識」就強烈到無法亦不應該掩蓋的地步。我說過了，約廿一章這篇「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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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」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交代使徒們的死（殉道）──指明「殉道」是必然地包含在

使徒們的「呼召」裡的。總而言之，老約翰就是在這樣強烈的「殉道意識」之下「回首

前塵」，再寫成約翰福音的，而撒拉路復活事件，也必定是在這樣的「基調」底下，極

其鄭重地寫進這本最後的福音書裡頭的。這就是「約翰觀點」。 

 

好了，哪麼，對於拉撒路復活事件，老約翰（後期使徒）的觀點究竟怎樣與眾不同？這

樣的觀點又如何別具權威，使我們必須效法追隨呢？ 

 

總結、與老約翰觀點渾然一體的「耶穌觀點」： 
 

奧秘，原來就在這兩節我疑心幾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經文裡： 

 

約 11:14-15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（使徒）說：「拉撒路死了。我沒有在那裏

就歡喜，這是為你們的緣故，好叫你們相信。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。」  

 

清清楚楚，針對「拉撒路復活事件」，主耶穌的「觀點」竟然是：「這件事其實是為了

你們（使徒們），好叫你們相信。」 

 

大家必定要記得甚麼才是「使徒」──使徒就是追隨主要「上身」的那些人。使徒的最

大「記號」是步主後塵，要走上為主殉道的不歸路。 

 

使徒在那個時候並不明白拉撒路復活事件的整全意義，更不明白主這句莫名其妙的說

話，但是，六十年後，飽歷風霜的老約翰卻明明白白地記下主耶穌這句說話──「都是

為你們的緣故！」 

 

老約翰清楚知道，追隨主（作主門徒）與為主殉道是分不開的──他的親哥哥雅各就是

第一個殉道的使徒，他的另外九個「師兄」也已經全數殉道而死了，而他自己，也正受

著逼害，預備著隨時為主殉道。毫無疑問，老約翰是以一個「殉道者」的情懷和眼界，

追敘拉撒路復活事件及其前因後果，目的，斷不像「群眾觀點」，只是泛泛地講耶穌有

甚麼復活大能......而是昂然宣告： 

 

每一個真基督徒都應該隨時預備為主殉道，因為── 

復活在主，生命也在主，信主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！ 

 

老約翰心領神會：主耶穌說「都是為你們（門徒）的緣故」，其中的深情美意是： 

 

小子們，不要怕步我後塵走上死路，因為「復活在我」！ 

他日，你們要為我殉道的時候，應記得今天的事── 

我故意延遲，待拉撒路死後才去使他復活，都是為了你們── 

讓你們更明白我的計劃和大能，好堅定你們至死忠心的信心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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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清晰眉目，給大家這個簡表： 

 

一、群眾觀點 

貌似正統，但空泛反覆，根本靠不住。今天我們

若不用心讀經解經，讀出來的，往往只是這些空

泛可疑的群眾觀點。 

二、仇敵觀點 按自身利益或邪惡目的出發，當然要不得。 

三、幼稚期使徒觀點 

未必可取，但一般很有人性，也反映出使徒作為

追隨者會「上身」的實際，讓我們不至信得像群

眾般「抽離」。 

四、叛徒觀點 

像仇敵觀點，也是按自身利益出發的，當然要不

得，不過比仇敵觀點曲折詭異，因為他們本是使

徒（門徒）之一。我們讀來，很有警醒作用，免

得我們最終像猶大般失落作主門徒的福氣。 

五、成熟期使徒＝耶穌觀點 

成熟後的使徒終於明白主耶穌當日的苦心，將之

立體地、整全地表達出來勉勵弟兄姊妹。這是我

們解釋和實踐這些經文時最權威的觀點。 

 

經文雖然同時包含上述五種觀點，但作為基督徒（基督的門徒和使徒的傳人），我們要

永遠記得，必需讀出並選取第五種觀點──成熟期使徒＝耶穌觀點。任何別的說法，都

是殘缺的，甚至是異端的。聖經雖然記述好些殘缺甚或異端的觀點，但並不等於聖經都

贊成它們。使徒記下它們，當然也有用處，就是要用它們來對照出真正的使徒觀點。 

 

在拉撒路復活事件中，我們不應只是泛泛地看到甚麼「復活大能」與「同情愛心」，而

是應更深刻地看到主耶穌「都是為了我們」的深情厚義，看到我們作主門徒必要有至死

忠心的「江湖義氣」，這才是成熟後的「使徒觀點」，也是「耶穌觀點」。這兩重觀點

又是心心相印、渾然一體的，就像當年約翰挨在主懷裡一樣。 

 

相信我們大概不會接受「仇敵」或「叛徒」的觀點，但是，我們讀經若只是一味的讀出

一堆泛泛的「群眾觀點」，這仍是非常殘缺和靠不住的。我們可能很長時間因著讀經時

「不上身」又「不上心」，人云亦云，所以總是讀不出「使徒觀點」來──連早期的多

馬的幼稚觀點都看不到，更遑論後期的約翰的成熟觀點。但是，只要我們從今以後，認

定自己是「門徒」而不是「群眾」，信主信得又「上身」又「上心」，那麼我們就能夠

「進入狀態」了，就一點不難會通和感應使徒們的觀點（心靈），從而與使徒相交，也

與基督和天父相交。 

 

讀經能進出於「使徒觀點」裡，傳道能傳出經文裡的「使徒觀點」，這就是教會的真正

使命，也是我們「承傳天國聖火」的唯一方法。 


